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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关遇到红毛
番”这句闽南俗语，出
自早时古代戏剧的台
词。古时中原王朝的
人把境外的匈奴、金
国、辽国等均当作“番
邦”，把当地人氏当作

“番人”，他们的将士
被称为“番兵”。由于
舞台上的“番兵”经常
出现红头发的形象，
便被称为“红毛番”。
有许多“红毛番”本事
十分高强，中原派出
的 将 帅 出 征 时 很 想

“ 旗 开 得 胜 ，马 到 成
功”，攻打的第一关如
果遇到由“红毛番”猛
将把守，经常被杀得
铩羽而逃而延迟进军
路 程 ，于 是 便 惊 叹 ：

“头关遇到红毛番！”
一些说古书的闽南人
在说书时，也经常讲
到这种情节引用这句
话 。“ 头 关 遇 到 红 毛
番”便由此成为一句
闽南俗语，用于说明

“坏彩头”（不好的开
头），或用于形容万事
起头难。

军事家打仗是在实践中磨
练的，他们经常会遇到类似“头
关遇到红毛番”的事，但只要认
真总结经验教训，终能克服难
关。《水浒传》写到宋江三打祝家

庄，第一仗因地形不
熟 中 了 埋 伏 败 退 下
来；第二仗也因调查
不够深入仍然失利。
他们总结教训，第三
仗采取里应外合的方
法终于攻破庄园，得
胜返回梁山。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转移后的
第一仗是湘江之仗，
由于敌强我弱，经过
六天的血战，虽然冲
过封锁线，但损失惨
重，全军从 8.6万人减
员至不足 3 万人。然
而红军将士以坚强的
意志经过两万五千里
的长途跋涉，终于到
达陕北，开创了中国
革命胜利的旅程。军
事家打仗如此，科学
家搞发明创造也是如
此。发明家爱迪生发
明电灯，在实验中遇
到无数的“红毛番”挡
道，但他无畏于挫折，
继续刻苦攻关，终于
在无数次的失败中总
结 教 训 而 创 造 了 光
明，让世界结束了黑

暗。可见，人们要办成什么事，常
会遇到“万事起头难”的问题，

“头关遇到红毛番”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缺乏转败为胜的信念和
攻坚克难的意志。“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
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
段香。”宋代卢梅坡的《雪梅·其一》，
描写了一幅冬日梅雪相映的动人画
面：梅花和雪花都认为各自占尽了春
色，谁也不肯服输。难坏了诗人，难写
评判文章。说句公道话，梅花须逊让
雪花三分晶莹洁白，雪花却输给梅花
一段清香。

冬季，一个秋春之间的季节。冬
季在很多地区都意味着沉寂和冷清。
植物落叶，动物休眠，候鸟会飞到温
暖的地方越冬。冬季，有雪花飘舞，有
梅花盛开。在古代文人的笔下，冬季
更是斑斓无比，美不胜收。

冬季是江南早冬的那片美好：
“十月江南天气好，可怜冬景似春华。
霜轻未杀萋萋草，日暖初干漠漠沙。
老柘叶黄如嫩树，寒樱枝白是狂花。
此时却羡闲人醉，五马无由入酒家。”
唐代白居易的《早冬》，江南的十月天
气很好，冬天的景色像春天一样可
爱。寒霜未冻死小草，太阳晒干了大
地。老柘树虽然叶子黄了，但仍然像
初生的一样。这个时候的我只羡慕喝
酒人的那份清闲，不知不觉走入酒家。

冬季是北方的那朵腊梅：“墙角
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
有暗香来。”宋代王安石的《梅花》，墙
角有几枝梅花，正冒着严寒独自盛
开。远远的就知道洁白的梅花不是
雪，因为有梅花的幽香传来。

冬季是一声冰片碎裂的脆响：
“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铮。
敲成玉磬穿林响，忽作玻璃碎地声。”
宋代杨万里的《稚子弄冰》，一个小孩
子，早上起来，从结有坚冰的铜盆里
剜冰，用彩丝穿起来当铮来敲。敲出

的声音像玉磬一般穿越树林，突然冰
落在地上发出玻璃一样的碎裂声。

冬季是夜晚那声大雪压折枝条
的声音：“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
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唐代白居
易的《夜雪》，夜卧枕被如冰，不由让
我很惊讶，又看见窗户被白雪泛出的
光照亮。夜深的时候就知道雪下得很
大，是因为不时能听到雪把竹枝压折
的声音。

冬季是腊日那个纵酒狂饮的良
宵：“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
消。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
条。纵酒欲谋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
朝。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
霄。”唐代杜甫的《腊日》，从诗句中可
以看出，往年的腊日天气还很冷，温
暖离人还很遥远。而当年腊日气候温
和，冰冻全消。诗人高兴之余准备辞
朝还家，纵酒狂饮欢度良宵，但此时
此刻，他又因感念皇帝对他的恩泽，
不能随便走开。

冬季，在宋词的意境里优美：“雪
花飞暖融香颊。颊香融暖飞花雪。欺
雪任单衣。衣单任雪欺。别时梅子结。
结子梅时别。归不恨开迟。迟开恨不
归。”宋代苏轼的《菩萨蛮·回文冬闺
怨》，雪花飞暖融了少妇的香脸。香气
的脸上融化了飞花似的雪。在铺天盖
地的雪面前，我凭着单衣抵挡。尽管
我衣服单薄，靠着它就不怕雪欺压。
离别时梅的果子已经结了。结子的梅
熟时，我们离别。只要他归来的话，我
不恨梅花开得太晚。梅花迟开了，我
愁恨的是他还不归。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徜
徉在唐诗宋词的韵脚里，感受的是一
种别样的冬意。

古籍里的美妙冬韵古籍里的美妙冬韵古籍里的美妙冬韵
⊙魏益君

家在梯田花海中（水彩） 陈满根 作

近日，有微博报料，陕西延安市
统征办张贴多幅城市宣传画，宣传
画上却写着共建文明“郑州”。11 月
16日，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在落款
为“延安市统征办宣”的多幅宣传画
上，印着“参与志愿服务共建文明
郑州”“市民讲究文明郑州提升品
味”等标语，其中一幅宣传画的背
景为郑州的标志性建筑——郑州火
车站。

城市宣传画不仅能够彰显一个
城市活力，引领文化风尚，更能对地
区的历史文化进行宣传和渲染。“让
每一堵墙都说话”——走遍每一个
城市，街头巷尾的宣传壁画都能给
外地游客一种城市的直接认知，给
他们留下这座城市的初步印象，这
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正因如此，城市管理部门或其
他部门在制作城市宣传画的时候，
就要客观准确反映城市的面貌、历

史文化、城市重要设施位置等，因

此在操作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必
须仔细审核把关，不能囫囵吞枣、马
虎大意，否则不但不能起到宣传的
作用，反而会给城市的形象打造起
到减损作用，会给外地游客“送”上

错误的认知。
然而，延安市统征办张贴多幅

城市宣传画，宣传画上却写着共建
文明“郑州”。在落款为“延安市统征
办宣”的多幅宣传画上，印着“参与
志愿服务共建文明郑州”“市民讲究
文明郑州提升品味”等标语，其中一

幅宣传画的背景，为郑州的标志性
建筑——郑州火车站。

真是，“稀里糊涂‘拉郎配’，直
把延安当郑州”啊。之所以宣传画内
容错得离谱，错得“不知所云”，延安

市统征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当时这
批宣传画委托广告公司制作，他们
可能直接套用现成的模板，导致错
误。客观而言，这样的解释并不为
过，但出现问题绝不能让文化公司
全“背锅”，自身的审核把关不严折
射的则是作风不实的病症。

无论是之前“仙桃爱洛阳”的
“异地恋”，还是如今宣传画中“延安
当郑州”的“拉郎配”，都需要我们城
市管理者从工作作风上进行望闻问
切、对症下药，不能仅仅停留在“撤
掉标语”“重审修改”的地步。城市建
设靠大家，但管理职责在相关部门，
城市宣传标语或壁画是城市形象宣
传的主要载体，涉及一个城市的底
蕴和风尚，因此笔者希望无论是文
化公司承接的项目，还是地方基层
管理部门亲自制作的宣传内容，都
必须由相关人员对内容进行审定，
决不能在上墙之后才发现错得“云
里雾里”。

城市形象需要每一个人去呵
护，管理部门必须认真履行自己的
职责，在工作中要多审视自己的工作
状态和作风，提升自己的工作标杆，
不能放松对工作的要求，否则宣传标
语或壁画一旦出现错误，就会损害了
政府的公信力和城市的形象。

宣传画“拉郎配”
城市形象何处安放

⊙樊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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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唐宋时期就有漳人出洋的
记载。明中叶漳州月港兴起，设有洋市“货番”，对外经贸、
金融活动兴盛，有“天子之南库”的称誉，时有众多漳州百
姓远赴海外谋生，有的长期“住番”，形成了华侨。有侨便
有“批”，水客及侨批业由此萌生。鸦片战争后，移居海外
的华侨愈发增多，于是诞生了专为唐山与海外之间携带
信款的“水客”，随着华侨信款业务的增多，一些头脑灵活
的“水客”或侨商便开设侨批信局，经营侨批业务。

漳州早期侨批信局，史料记载语焉不详。根据目前资
料，影响较大、时间较早的侨批信局是始创于 1880 年的

“天一批郊”。另据《漳州邮政志》记载：1905 年漳州批局
有“森福兴杂货店”兼营侨批，清朝末年漳州云霄有水客
王积玉创办“信通信局”。《漳州华侨志》记载：清末漳州有
海澄的“绵记”“庆记”，诏安的“广盛”“源顺盛”等信局经
营侨批业务。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漳州及所属各县区
的侨批局有市区（龙溪）的“奇苑”“大漳”“天元”“远字”
等，至 1980 年漳州尚有诏安的德隆、合安、合记三家信
局。百年时间里侨批信局成为专门为华侨汇寄款项回国、
传递书信的重要载体，在“便利侨汇、服务侨胞”上作出巨
大的贡献。

目前，漳州信局建筑及侨批实物资料史料记载不多，
有的信局只见有侨批上的名称，而无其他资料可寻，有的
只有史料记载，而无侨批实物，甚至有的侨批信局已被历
史所淹没而没能留下痕迹。笔者根据侨批上的信局戳记
寻找出与其相关的信息，整理出部分漳州侨批信局并加
以介绍：

天 一 信 局

天一信局创办人郭有品于 1880 年开始经营侨批，
1897 年 天 一 信 局 向 大 清 邮 政 局 登 记 注 册 。随 着 业 务
量的扩大及国际汇兑业务的发展，1912 年改称为“郭
有品天一汇兑银信局”，鼎盛时期天一信局在海外的吕
宋、井里汶、泗水、巨港、万隆、新加坡、吉隆坡、马六甲、槟
城、暹罗、仰光等城市设立 26个分局，经营范围遍布今东
南亚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等 8
个国家，在国内的龙溪流传、厦门、安海、香港、上海等地
设立 9个分局。至 1928年 1月天一信局停业，经营时间达
48年。

据《厦门海关十年 (1892—1901)报告》记载，1889 年
至 1901 年，厦门海关共收邮件 108570 件，汇票 93442 美
元，近一半的邮件是通过天一总局投递的。每个分局的侨
汇总额月均数万元大银。鼎盛时，天一总局的年侨汇额达
千万元大银，将近闽南地区侨汇的三分之二。

正 大 信 局

正大信局是一家在闽南地区较具影响的大型侨批信
局，由漳州流传村人郭尚人、郭奕周等于 1920年代创办，
总部设于厦门，至 1950 年代关闭。郭亦周（1885-1944），
字天助，年轻时郭亦周下南洋经商，1925 年回国受聘于
厦门天一局，1928 年参与创设厦门正大信局，随后正大
信局于漳州城内，石码、白水、浮宫、角美、石美以及同安、
安海等地设有分局。1938 年厦门沦陷后，郭亦周之子郭
尚甲、郭尚霖接手正大信局。厦门正大信局负责人郭尚霖
联合 77家闽南侨批信局注册为正大信局，并向中华邮政
总局交纳执照费。

正大信局既直接对外收汇，又综合兼有头、二、三盘
业务，自成体系。鼎盛时期正大信局在国内设有 31 家分
号、2 家联号，在海外设有 37 家机构，甚至连马来西亚的
太平、印尼的梭罗、孟加锡等小地方也有其网点，这是其
他信局在经营中较少涉及的地方，而这也正是正大信局
的特色优势。

大 中 信 局

大中信局由海澄下仓蔡木豆创办。信局最初设于雅
加达，后移到新加坡。1936 年，龙溪人郭尚深在菲律宾马

尼拉成立了大中信局，在国内的流传、厦门、石码设分局，
与香港东和、漳州洪和安联号。1940 年代大中信局总部
迁回国内，地点设于厦门打铁街 122号。境外分支机构或
联号除了原有的马尼拉大中信局和巨港的合兴信局外，
还有巨港的南泰行、香港大中信局、泗水的南侨行；国内
分支机构或联号有龙溪的洪德明、石码大中信局、流传大
中信局、浮宫的福兴信局、云霄的信通信局等。流传、马尼
拉、香港、石码大中信局负责人郭尚俭、郭尚深、郭尚堆、
郭尚广是亲兄弟，其父亲郭福成与郭亦周是正大信局的
伙计，其爷爷与天一信局创办人郭有品是堂兄弟。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大中信局仍然继续经营。
1957 年，厦门大中信局和荣记、荣源、侨通、骆协成、正
大、和盛、集裕等三盘信局职工组成集体所有制的厦门侨
汇联合派送处。1975 年，厦门侨汇联合派送处改为厦门
海外私人汇款服务处。

白 水 营 金 鳌 社 杨 南 离 带 批

白水营为今龙海区白水镇的旧称，清末民国时期，白
水营商贸发达，为漳浦、海澄与厦门、金门等地物资的集
散地，也是周边百姓出洋谋生的主要埠口。

白水营金鳌社人杨南离（1879-1955），小时候在白
水镇当药店学徒，年轻时到新加坡、印尼一带行医兼做

“水客”生意，“水客”带批最需要的就是诚信，杨南离讲信
用、守义气，为华侨代理托送信款，都能稳妥送达，因而业
务发展很好，成为当地知名的批客。

1935 年，杨南离在祖地修建“继鳌堂”，“继鳌堂”完
工后的第二年，1938 年杨南离回到国内，在“继鳌堂”有
一对以“南离”开头的藏头联，“南国营商躬行信义方能满
载而归荣故里，离乡雅操手续完全始得同胞洽望贺新
基”，记录了杨南离 20余年诚信经营的“水客”人生。

合 安 信 局

合安信局由华侨林添贵创办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后由其女婿诏安桥东人陈晋昌先生接过老“合安”的担
子，继续经营侨批业务。陈晋昌为诏安县桥东甲洲村人，
除了担任新加坡合安信局董事长外，还担任诏安会馆副
主席、漳州总会产业信托人和财政主任。

陈晋昌长期为侨胞通信汇款、回乡投资竭诚服务，新
中国成立后，一些华侨对国内形势不了解，陈晋昌做了许
多有益的工作，使一些断了音讯的侨胞侨眷重新联系上。
20 世纪 70 年代，国内信局业务并入中国银行，而在海外
的合安信局则坚持继续经营，信局秉承服务华侨的宗旨，
仍为一些老华侨提供细心周到服务，便利华侨汇款及与
家乡的联络。陈晋昌情系桑梓，关心家乡建设，他回祖地
时热心捐赠，为家乡办学、修路等公益活动做了许多工
作，为此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他“乐育英才”荣誉证书和
金质奖章。

成 丰 栈 信 局

成丰栈侨批信局的前身是创办于 1938 年的建丰公
司，由漳州华侨林开德、许松山、康良材与厦门华侨吴必
昌 4人共同出资设立，总部设于印尼巨港，主营汇兑及进
出口贸易，兼营侨批业务。1942 年公司在新加坡设立“成
丰栈”，继于 1946年在香港设立“大丰行”，香港大丰行位
于香港干诺道西 135 号二楼，负责人有许松山、康良材。
公司还在国内的厦门、石码设分理处，厦门南丰行负责人
是吴必昌，石码侨丰行负责人是郭春三。

创办人林开德（1915-1998），祖籍台商区角美镇玉
江村，为印尼著名侨领。1927 年年仅 12 岁的林开德漂洋
过番，先后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谋生创业，
与友人合作经营巨港建丰公司、新加坡成丰栈、厦门南丰
信局、香港大丰行等。林开德讲究信誉，事业发展迅速。
1952 年回国后任中国侨联委员、福建省政协常委、龙溪
地区侨联主席,居住香港后任香港漳州同乡总会永远名
誉会长。

1958年 4月厦门南丰信局汇款通知书

流传天一总局侨批封正面

厦门大中信局石码分发处大码
头门牌五号 (侨批正面)

石美南门桥仔头正大分局戳记
(侨批正面)

建丰公司创办人林开德、许松山、吴必昌合影（此
照片由林绍奋提供）

厦门正大信局广告

侨批上的漳州侨批信局侨批上的漳州侨批信局
⊙林南中 文/图


